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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智慧城市”这一概念已提出近十年前，然而许多早期试水项目的实

际成果大多与其最初宣传的目标存在一定差距。如今，智慧城市的发展已

来到一个转折点。许多城市已开始超越试点阶段，进而开始利用大数据和

数字技术为居民创造更智能的宜居家园。 

麦肯锡全球研究院（MGI）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《智慧城市：数字技

术打造宜居家园》对近六十个智慧城市应用如何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场景下

发挥作用进行了分析，提供了目前最为完善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指南。其

涵盖的智能应用包括警务预警、实时公共交通信息查询、网约车、智能交

通信号、智能停车、远程医疗、数据驱动型公共健康干预等，具体且详实

地评估了每个应用如何帮助城市解决包括犯罪、拥堵、污染等在内的当务

之急，从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。该报告表明，这些应用能有效将城市生活

质量指标提升 10–30%。此外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还同时考察了全球 50

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的步伐及现状，并提出，目前即便是全球最领先的的

智慧城市，也仅仅是实现了三分之二的潜力，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。 

公共安全。研究发现，智能应用可将城市伤亡人数减少 8–10%。也就

是说，如果以一个五百万人口的高犯罪率城市为例，每年将有 300 万条生

命得到挽救。如将数字技术融入在警务工作中， 可有效打击犯罪，减少

30-40%的盗窃和袭击等犯罪活动。在紧急情况下，不同水平的城市还能将

第一批反应人员到位的响应速度加快 2 分钟至 17 分钟。 

时间和便捷性。研究发现，智能技术可将通勤时间缩短 15-20%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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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当于每个工作日节省 15–30 分钟，每年节省 2-4 个全天的时间。 

健康。研究表明，智慧城市可成为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催化剂，引导

居民以数据为寄托进行健康管理。麦肯锡发现，城市可借助智能技术减轻

8-15%的医疗负担。发展中国家城市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公共健康干预（尤

其是母婴健康领域），或对传染性疾病进行监测预警，这些都将助力城市健

康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。 

环境质量。研究表明，城市可利用一系列智能应用将污染排放降低 10–

15%，每人每天可节省 25–80 升水，每人每年可减少生产 30–130 千克的

不可循环固体垃圾，空气污染给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可降低 8–15%。 

报告同时指出，目前的智慧城市应用可帮助城市实现不同程度的发展，

总体可推动实现七成左右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。但是，发展的显著程

度与各个城市现有基础设施水平和基线起点水平息息相关。因此，单个智

能应用在不同城市场景下的应用效果也存在差异。 

“城市不可能随手按一下开关，就安装好技术系统，或者换掉基础设

施，”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兼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

（Jonathan Woeztel）说，“通过将智能技术融入基础设施，终端用户和

服务提供商都能更好地进行决策，减少效率低下问题，并最终惠及城市居

民。届时，居民均能在需要的时间、以所期望的的方式获得最为理想的服

务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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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通过三个层次对全球 50 个智慧城市的智能应用部

署及发展情况进行了剖析，这三个层次分别是：技术基础、应用引入数量

和范围、公众接受程度。其研究结果并非对智慧城市进行排名，而是对全

球智慧城市发展的真实写照。 总体而言，即便是目前最先进的智慧城市也

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。 

有趣的是，在调研过程中，欧洲和部分其他高收入城市的居民对调查

回复反响平平，但中国城市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出了惊人的认知和普及水平。 

调研中涉及的中国城市包括：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银川和香港。这些

城市在智慧城市评估中均处于地区领先水平 ，其智能应用在公众中的接受

程度较高，这为其进一步实现智能应用规模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。北

京、上海、深圳更是在公众接受程度评估方面位列全球三甲。不过，值得

注意的是，公众对智能应用的满意度反馈一般，这为进一步优化智能应用

的用户体验提供了空间。 

中国城市的技术基础设施水平普遍较高，具体体现为智能手机普及率

高、智能电表推广情况良好、以及智能监测覆盖率高。上海、香港拥有领

先的数据平台，而深圳则是世界上无线互联网覆盖最好的城市之一。 

智能应用的大范围试点和推广也是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亮点之一。特

别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出行应用在中国的普及情况， 包括共享汽车、共享单

车、公交实时信息查询在内的应用正被大部分中国城市居民接受。 



 

 - 5 - 

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吕文博表示：“中国，乃至是整个亚洲地区，拥有

着年轻且庞大的数字化原住民人口，这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非常良好

的环境。与此同时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又使得不少中国城市的“城市病”

问题日益突出，无疑，如何利用科技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、提升市民生活

的质量和便利性，是接下来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。” 

在传统理解上，人们普遍认为如何利用数据和数字化技术解决公共问

题是政府机构或者公共部门的工作，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。麦肯锡全球研

究院发现，虽然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是近七成智能应用的真正拥有者，但

这些应用的近六成的原始投资来源于企业或私营部门。可见，地方政府并

不必事事亲力亲为，单独提供每一种应用和服务。许多智慧城市都采用了

借力生态系统的方法，通过与企业或私营部门合作投资，共同开发创新解

决方案。 

“打造智慧城市需要一个智慧的政府。政府和公共部门可以思考在哪

些领域可以适当留出空间，为企业或其他私营部门提供创新余地。” 麦肯

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副院长成政珉（Jeongmin Seong）表示，“ 合作方越

多，应用的使用范围就越广，数据的使用也会更有创意，从而带来更出色

的效益。 

与此同时，智能解决方案也正悄然改变着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的经济效

益，促使管理部门对包括城市交通、废物管理等在内的城市基本服务方式

进行重新思考。而对企业而言，打造智慧城市无疑也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机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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